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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心理干预（ｐｓｙｃｈ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呈现越来越重的地位。心理干预指在心理学理论指导下有计

划、有步骤地对一定对象的心理活动、个性特征或行为问题施

加影响，使之发生朝向预期目标变化的过程。２０世纪末，行为

治疗的理论和技术兴起，使心理干预成为富有成效的治疗手

段。现代心理干预从支持疗法、精神分析疗法，到家庭疗法及

各种行为疗法等。也有将心理干预治疗当做心理社会治疗或

教育治疗，生活技能训练，还有当做人格和自我发展的手段，本

文就心理干预方法进行综述。

１　心理干预三级系统

１．１　一级干预　一级干预也称为健康促进（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ｍｏ

ｔｉｏｎ），是指在普通人群中建立适应良好的行为、思想和生活方

式。干预面向普通人群，通过教育示范，灌输健康的生活方式，

应激管理，增强乐观、个人控制，增强社交能力，促进心理健康

和幸福感［１］，包括应激的处理、锻炼、充足的睡眠、健康饮食、社

交能力培训等，避免物质滥用、违法犯罪、酒后驾驶等。应激管

理：学习工作压力、家庭矛盾冲突、经济问题、暴力威胁、生活快

节奏都容易导致强烈应激，应激可使躯体疾病、焦虑和抑郁障

碍的发生率明显增加。应激管理核心内容是放松技术，该技术

重点在减弱应激所致的情绪和心理警觉反应，因而能够预防应

激所致的负性情绪和躯体疾病［２］。积极心态塑造：增强乐观、

个人控制和自我效能感，这些积极的信念、认知方式和态度会

使个体作出更积极的情感反应，增强社交能力，也更有利于身

心健康。

１．２　二级干预 　二级干预也称为预防性干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ｉｎ

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是指有针对性的采取降低危险因素和增强保护因

素的措施。通过心理辅导对有心理障碍和高风险相关人群进

行预防性干预，减少发生心理障碍的危险性。又分为针对高危

因素进行普遍性干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选择

性预防干预（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针对有心理障

碍先兆和体征的人群指导性预防干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ｉｎ

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干预越早，效果越好。二级干预的主要做法是消

除危险性因素，增加保护性因素，阻断心理障碍的过程，减少出

现不良后果的可能性［３］。

１．３　三级干预　三级干预也称为心理治疗（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是以医学心理学的各种理论体系为指导，运用心理治疗的有关

原理和技巧，通过专门训练的人员以慎重认真的态度与患者建

立一种职业性的联系，以良好的医患关系为桥梁，应用心理学

技术改善患者心理条件，以消除、矫正或改善有心理障碍患者

的情绪，调节异常的行为模式，促进积极的人格成长和发展，达

到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从而减轻痛苦、消除心理

障碍［４］。针对不同群体制订不同的心理干预治疗措施，使患者

偏离正常的人格向正常方向发展［５］。三级干预适用于综合医

院的有关患者，比如急、慢性患者以及心身疾病患者、神经症患

者和精神患者恢复期、性行为障碍、肥胖、烟酒瘾、口吃、自卑、

自责、攻击、失眠等。

２　心理干预方法

２．１　精神分析疗法（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又称为

心理分析、心理动力学疗法，是弗洛伊德所创立。强调无意识

中幼年时期的心理冲突对人的心理、行为的影响，使之意识化

并解决冲突是其中心任务［６］。目的不仅是消除患者症状，更重

要的是人格重建、改变思维模式及行为模式。其基本技术包

括：自由联想、阻抗、移情、梦的分析、解释、非特异性技术（倾

听、共情、反应技术、提问及引导技术）［７］。精神分析理论强调

潜意识中幼年时期的心理冲突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各种神

经症状及身心症状，因此，通过自由联想等方法，帮助患者将压

抑在潜意识的各种心理冲突挖掘出来，使患者重新认识并改变

自己，促进人格成熟，达到治疗的目标［８］。

２．２　行为治疗（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ｒａｐｙ）　根据行为学习及条件反射

理论，首先对患者的病理心理及其有关功能障碍进行行为学方

面的确认、检查以及环境影响因素的分析，然后确定操作化目

标和制定干预的措施，对个体进行反复训练，矫正和消除不良

行为并建立一种新的条件反射和行为［９］。行为主义学派认为

人的各种行为是从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中学习得来的，异常行

为完全有可能通过学习来调整和改变，根据操作性条件反射理

论，最终形成新的健康行为。

行为疗法的类型包括应答性行为治疗、操作性行为疗法、

替代学习疗法、自我调节法。应答性行为比如系统脱敏法、满

灌法、厌恶疗法、消退疗法、发泄法和思维阻断疗法等。操作性

行为疗法比如奖励、惩罚、行为塑造等。

２．２．１　系统脱敏法　又称对抗条件疗法或交互抑制法，认为

人和动物的肌肉放松状态与恐惧焦虑的情绪状态是相互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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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状态必然对另一种状态抑制。治疗师帮助患者建立与

不良行为反应相对抗的松弛条件反射，将放松状态用于抑制焦

虑反应，最终使不良行为得到矫正［１０］。

２．２．２　满灌疗法　又称冲击疗法、暴露疗法。在治疗开始就

让患者处于最恐怖的情景，并保持相当时间，不允许患者逃避，

直接消除不良反应，即把能引起患者极大恐惧的刺激暴露给患

者，置他于恐怖的情景中，取其物极必反效果，从而消除恐怖情

绪。适用于恐怖症、焦虑症等。具有方法简单、疗程段，收效快

的优点。但患者在治疗中痛苦大，实施难。一旦失败，病情会

加重；应严格选择治疗对象，否则欲速不达。治疗过程中注意

排除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等；事先必须对患者做解释和疏导

工作；告知治疗的目的、意义［１１］。

２．２．３　厌恶疗法　又称去条件反射治疗，即在某一特殊行为

反应之后给予厌恶刺激，形成条件反射，最终抑制或消除此行

为。适用于治疗各种成瘾行为（药瘾、酒瘾、烟瘾、毒瘾）、赌博、

肥胖症、强迫症、性变态、精神疾病等多种适应不良行为。

３　展　　望

目前，根据疾病构成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建立起适应社会

发展的“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从以往的以“疾病为中心”

转变为“以人为中心”，注重对生命内在质量、人性的以及个人、

家庭、社会全面的分析，获得各方的支持。

认知疗法，是２０世纪末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心理治疗技

术，是行为疗法的一种发展，是通过认知和行为技术来改变患

者不良认知的一类心理治疗方法的总称。它认为，认知过程是

一种内隐的行为；它遵循教育和学习原理，吸收了行为矫正技

术，对人进行指导训练［１２］。认知疗法认为：不良认知导致的情

绪和非适应性行为，认知过程对行为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是

决定人的情绪、动机和行为的关键。所以，治疗原则是通过修

正患者有意识的思想来修正患者的情绪和行为［１３］。其重点在

于信念、知觉、思维等内部思想的改变，矫正其对人、事错误、扭

曲的认知，从而改善其心理行为［１４］。

认知疗法的基本方法包括认知分析疗法（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ｔ

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ＡＴ）和认知行为疗法（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ｔｈｅｒ

ａｐｙ，ＣＢＴ）。目前已广泛用于焦虑症、抑郁症、恐怖症、物质成

瘾、进食障碍等。

患者中心疗法，是以患者为中心，强调鼓励患者的主观能

动性，激发其潜能，不主张给予疾病诊断，治疗者更多是倾听、

接纳与理解患者，给患者提供一个特定的氛围，重新探索自我

和理解自我，治疗自己［１５］。治疗的特点：以患者为中心，把心

理治疗看成一个非指令性转变过程。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表

达３种态度：（１）无条件的积极尊重与接纳，关注其情感，信任

患者改变和成长的能力，对患者不评价、不诊断，不以专家自

居，不教育、不指责、不决定、不替患者承担责任。（２）依理或设

身处地的理解：即以患者看待世界的方式理解他的行为，使患

者感到自己被接纳和理解，促进其自我表达和自我探索。（３）

真诚、和谐：要求医生不伪装，表里如一、真诚自然［１６］。此方法

适用于正常人群的普通心理咨询，咨询对象无心理或精神障

碍［１７］。

集体疗法，包括医患之间、患者及家庭之间的交流。国外

许多城市都建立了病友俱乐部等组织，实质是集体疗法的一种

模式，通过交流达到减少不良情绪，改善不良行为的效果。同

时加强对家属的宣传工作，使他们明白自己的言行及情绪对患

者的影响，使其家属学会控制自己的不良情绪，并帮助、督促、

观察、安慰患者，强化心理干预的效果［１８］。国内相关组织

不多。

随着科学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体化的综合心理干预方

法，会更加适应及满足现代人的健康需求。心理干预作为常规

生物治疗的辅助手段，将逐渐发展为各类患者所用，比如：妇产

科不孕不育、孕期产后抑郁，老年多病焦虑，癌症患者、外科骨

折、空巢家庭等均可与临床治疗紧密结合并综合应用，与单一

专科治疗相比，能更加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疾病状态，提高治疗

效率，稳定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减轻心理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总之，心理干预治疗，在亚健康状态及疾病患者治疗中，在

与患者相关的亲属乃至在全社会中，必将被更深的挖掘其价值

及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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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颤动抗凝治疗及其临床应用进展

蒋周芩 综述，舒茂琴△审校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心血管内科，重庆４００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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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房颤动（房颤）是临床上最常见且治疗费用昂贵的慢性

心律失常，是缺血性脑卒中的一项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非瓣

膜病性房颤患者脑卒中的年发生率为４．５％，而既往有脑卒中

或一过性缺血事件发作者年复发率大于１２％，是房颤患者死

亡的最主要原因［１］。华法林虽然能降低房颤患者缺血性脑卒

中的发生率，但它需要频繁监测凝血酶原时间（ＰＴ）、调整剂

量，并受到药物食物等的影响，使其在临床工作中仅５０％左右

患者能真正获益［２］。随着直接 Ｘａ因子抑制剂（利伐沙班，阿

哌沙班）及直接凝血酶抑制剂（达比加群）等新型口服抗凝抗剂

（ＯＡＣ）的出现，一些大型的随机对照试验证明新型ＯＡＣ可作

为非瓣膜病性房颤抗凝治疗的另一个重要选择。

１　华法林在房颤中的应用

华法林是香豆素类抗凝剂的一种，在体内通过抑制维生素

Ｋ依赖性凝血因子Ⅱ、Ⅶ、Ⅸ、Ⅹ发挥作用，这些凝血因子主要

在肝脏内生成并通过细胞色素Ｐ４５０代谢。食物、饮酒、药物

和遗传因素均可影响其作用。由于其治疗窗窄，剂量控制不好

会增加血栓形成和出血事件的风险［３］。

Ｍｅｔａ分析显示：与安慰剂相比，合适剂量的华法林可使缺

血性脑卒中的发生率降低６７％，病死率降低２６％
［４］。与口服

阿司匹林和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联用的患者相比，华法林可分

别降低缺血性脑卒中风险５２％和４０％。但是华法林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与维持国际标准化比值（ＩＮＲ）２～３的有效血药浓度

有密切关系。有效血药浓度范围达到７０％～８０％才能最大程

度的获益，但这在临床实践中很难达到［３］。因此新型ＯＡＣ的

研发尤为重要。

２　卒中和出血风险评估

平衡卒中和出血风险对于优化房颤患者血栓预防的治疗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房颤卒中和血栓栓塞危险分层方面，

目前有多种指南。２００６年，美国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脏学会／

欧洲心脏病学会（ＡＣＣ／ＡＨＡ／ＥＳＣ）颁布的房颤指南中就已推

荐使用ＣＨＡＤＳ２ 评分系统，分数越高卒中风险、主要心血管事

件（死亡、心肌梗死）的风险越高［５］。而２０１２年ＥＳＣ指南推荐

新的评分系统———ＣＨＡ２ＤＳ２ＶＡＳＣ评分
［６］，这两种评分方法

各有优缺点，前者简单实用、便于记忆，适用于非专业人员，但

没有包括所有公认的卒中危险因素，２００６年中华医学会推荐

这个评分系统。而后者包括的危险因素更完善、可以识别真正

低风险的卒中且具有更高的血栓栓塞的预测价值［６］。但评分

过于复杂，实用性不如前者。ＣＨＡ２ＤＳ２ＶＡＳＣ评分大于或等

于２分，应口服抗凝剂；ＣＨＡ２ＤＳ２ＶＡＳＣ评分＝１分，口服抗

凝剂或阿司匹林，推荐口服抗凝剂；评分＝０分，服用阿司匹林

或不抗凝，推荐都不用。但是对于年龄小于６５岁的孤立性女

性房颤患者，虽然ＣＨＡ２ＤＳ２ＶＡＳＣ评分＝１分，但不需要抗

凝，因为有研究提示年龄小于６５岁的孤立性房颤患者，无论男

女，卒中风险都很低［７］。上述抗栓方案明显扩大了房颤患者服

用抗凝剂的指征，阿司匹林的地位被进一步削弱。仅当患者拒

绝使用任何ＯＡＣ时，才考虑给予抗血小板疗法，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双联抗血小板治疗优于阿司匹林［６］，但双联疗法出血

风险与华法林相当。

另外，ＨＡＳＢＬＥＤ评分系统用于评估出血风险，它比其他

的出血风险评估工具更简易且更具有预见性［８］。评分越高提

示出血风险、血栓栓塞或卒中的风险越高。ＨＡＳＢＬＥＤ≥３分

为高危者，应规律复诊；ＨＡＳＢＬＥＤ 评分高不能作为停用

ＯＡＣ的原因，而应及时纠正未被控制的危险因素
［６］。此种评

分系统的不足之处在于：高血压，肝、肾功能，嗜酒程度，服用药

物种类存在差异时，ＨＡＳＢＬＥＤ评分相同，但出血的风险未必

真正的一致。

３　新型口服抗凝剂

大多数的新型ＯＡＣ是人工合成的小分子物质，通过作用

于特定的凝血途径，直接抑制特定的凝血因子。新型ＯＡＣ包

括：（１）直接Ⅹａ因子抑制剂（利伐沙班、阿哌沙班）；（２）直接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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